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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尺土壤图也有人称土壤概图

。

它 必须通过土壤 调衣获得实际资料
,

才能编绘相应

的土壤图
。

按土壤制图专业技术的要求
,

编制中比例土壤概图的方法和步骤概述如下
:

一
、

成图底图的选择和制备

成图底图是土壤图的骨架图
,

它对土壤图斑转绘 的定位定量和图形控制
,

以及对图斑内

容的校核起着重要的作用
。

因此
,

地理底图的精度和数学精度必需合格
,

才能保证成图的质

量
。

!
一

I前
,

我国自然资源调查和区域水土资源综合治理与开发利用的调查等
,

常 用 l : 5万至

1 : 25 万比例尺地形图 (或航卫片 )进行野外调查
,

并编制中比例尺土壤图
。

成图底图通常是选用国家近期 出版的中比例尺军用地形图
。

但在无高质量国家出版的薛

形图的情况
’
一

F则用自编底图
。

自编底图必须收集比成图比例尺更大的地形图进行标描照相
,

然后按展点网格镶 嵌在裱糊的图版
_

L
,

方可按成图比例尺缩小照相蓝晒
,

并进行底图要素艇

绘
。

中比例尺土壤图没有固定 的图廓形式
。

它完全根据调查区域 的大小和形状决定
。

无论采

用何种方法制备底图
,

都必须按 出版要求进行清绘
,

并蓝晒透明底图供专业图幅内容转绘之

J11
。

中比例尺
一

L壤图不仅应当反映土壤的区域分布规律
,

而且也应当反映各种主要土壤形成

要素的分布概况
.

如主要成土母质
、

地形
、

水文及水文地质等要素
,

也可作为附加背景内容

表示在底图
_

卜
,

xlI 为在组织应 J日土壤图落实技术措施时
,

这此要素有 币要的参考价位
。

「}
,

比例尺
一

仁壤图成图底图地理要素的取舍具体规定如下
:

1
.

居民点选留地 (市 )
、

县
、

乡及较 大的自然村镇
。

在人少地多的地区
,

可 适当 均 匀地

保留一些居民点
。

2
.

水系选 留三级以
_

匕的河流 (境内的大江河为一级 )
,

其中第三级支流的长度小于 3厘米

的则可删减
。

水域的选 留则 以图面
_

_

仁已有表示的水库
、

湖面和大型坑塘
、

主干支渠及堤坝工

程和机
、

井泉眼位置为准
,

在水网区则应加大表示水网密度和地面高程注记
。

3
.

道路选留铁路及县际主干公路
,

人迹稀少区可保留乡际间的主 J
飞

道
。

J
.

行政区界保留至县级
,

大面积人迹稀少区可保留至乡级
。

5
.

地形要素中的等高线在平原区可全部保 留
,

并标出高程
,

地形起伏切割 区 的 等高线

尽 肚删减
。

丘陵区等高距变幅刘一 200 米
,

山区 20 0一 6 00 米
,

并标出主要山峰的高程注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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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最后
,

还应还留有定向定位标记的独立特殊地物
。

二
、

土壤类型评比鉴定

一

! 壤类型评比的 门的 准力丁 鉴定调杏 区务
一

种 十壤在 土壤分类系统中的位置和建立 1
.

壤制

图单元系统
。

评比鉴定方法是
:

首先
,

将全调立区各种土壤的典型类型标本和剖面记载表集

中
,

并根据区域 凋查技术方案确定的土壤分类原则和依据
,

按分类系统依次逐级逐类进行评

比和定型
,

排除同土异名和同名异土
,

分别给予相应的分类位置和统一的填图代号
;
其次

,

根

据评 比结果确立的土壤制图单元制定全图统一代号对照表
,

并对分片分组作业的土壤草图进

行图斑审核和统一改号
;
第三

.

做好分片图幅接边工作
,

并经过野外图斑抽样验证合格
,

从

而完成了统一的全区野外土壤草图
。

三
、

图例系统设计

土壤图是反映地球陆地表面土壤分布的客观景象的缩影
,

在图面上可以用不同形式的附

加图例阐明图幅的内容
。

土壤图例不是土壤系统排列的重复
,

但图例系统的建立又必须反映

土壤分类的原则和理论观点
。

图例系统的内容包括土壤制图单元
、

非土壤制图单元和有关专

业示例
、

符
一

号
、

注记要素等
。

其中
,

土壤制图单元是图例的主体内容
。

土壤图的质量和实用价值与土壤制图
一

单元的选择关系密切
。

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的有

关文献中
,

中比例尺土壤概图制图单元的确立
,

是 以地貌
、

地质特征和土壤类型分布为依据
,

分别构成土壤复区或组合制图单元表示图斑的组成内容
。

通常
,

规定在图斑中除占据主导的

制图单元以外还有超过 30 %的次要土壤单元
,

才能成立土壤组合成复区制图单元
。

在美国
,

土

壤概图的编制是根据区域土壤调查结果产生的
。

土壤分类单元必须经过系统提炼和归纳为 土

壤类型组合
,

并规定采用土族的土壤组合上图
,

或者是土类依据母质类型续分的组合
,

抑或

土类与地形
、

石质物或许与其它特征构成的土相组合上图
。

据联合国有关土壤调 查 文 献 规

定
,

小比例尺土壤图的图斑面积为 0
.

25 平方厘米
,

可称为该类土壤图的基础制图单元
。

显然
,

基础制图单元与制图单元中的土壤分类
一

单元并非同一概念
。

而按成图比例尺要求的最小限量

图斑面积加上土壤分类单元才能构成墓础制图单元
。

我国中比例尺土壤制图常用的墓础制图单元的最小限量图斑面积的变 幅 为 。
.

25 一 0
.

5平

方厘米
,

它主要决定于
:

1
.

土壤制图的 「1的和 用途
。

如为一般生产发展规划服务
,

限量图斑面积可大一些
。

如为

农区发展灌溉或种植业布局调查服务
,

限量图斑面积可小一些
;

2
.

自然条件变化的复杂程度
。

在 自然条件复杂地区或集约化农区
,

限量图斑面积
一

可小

些
,

土壤类型简
一

单且连片面积大的地区
,

限量图斑面积也应大些
。

3
.

野外调查工作底图的质量
。

底图质量高
,

反映地面信息多
,

限量图斑面积可小些
。

图

例 中制图单元的系统排列
,

因制图 目的要求不同
,

以及土壤图受严格比例尺的限制
,

制图单

元的级别与土壤分类单元的级别可以不一致
。

图例的设计习惯是按土壤地理分布由 北 向南
,

从高到低
,

由地带性土壤到非地带性土壤顺序排列
;
有时也可按土壤类型的重要性排列

,

但

必须反映成图区域的土壤类型的发生分布规律
,

及其地域性组合分布特点
。

四
、

按照正式统一图例系统和制图代号
,

土壤图的形成

修正全 区野外土壤草图
,

并做好图斑接边
,

然后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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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图 I
一

卜例尺的要 犷 转经刊川同比例尺的地形图上
。

或缩绘列小 于草图比洲尺的 池形 圈 卜
,

从而完成土块编稿圈
。

编稿卜!红
一

,
、

工泛照晒蓝
,

在蓝图
_

L按编阁技术要求
,

并参 芳中 L匕浏尺 八片或 电点卜航片影

象
,

对图斑内容和形状进行制图综合与修正
。

同时在图斑 内注
_

L几统一图例代号
.

经审杳无误
.

即可若墨转绘到已制备好的透明塑料片底图
_

!二
。 一

与此同时
,

按图面特定设计的位料
,

附 卜图

例
、

断 向图
、

图名
、

图廓边框
、

比例尺
、

作者
、

制图时间等等
,

即构成 l
一

壤图草 llY
。

经审核
,

再原大公照
,

即成为正式土壤图原图
,

晒蓝可获得单色土壤图
。

五
、

土壤图的质量检评

关
一

于土壤图 )贡盆的检评标准
,

国外有一些试用性的规定
,

而我 国尚无明确的统一规定标

准
。

在英国
;

重点检验土壤制图的纯度
,

即随机多点抽样检验图斑中土壤分类单元的正汉 并

用万分数表示图斑内容的纯度
。

加拿大土壤调查工作者应用航片判读检杳中比例尺
_

(: 壤图的

质量
,

其注玄力集中在图斑边界地面特征的描述
,

而不在于边界误差程度
。

野外工作的 卜要

精力是寻找 区分不同土壤分类
一

单元的确切划分依据
。

而对图斑边界的位咒
,

则多半依据 地而

特征来确定
。

在交通方便的地区
,

图斑的正确率可 > 80 %
,

交通不便的地区只有 6 5 %
。

中比例尺土壤图检评质量的项 目很多
,

但根据调查强度规范的技术要求
,

结合我国应 )}j

地形图进行常规土壤调查制图的实践
,

建议可 重点以制图的精详度和图幅专」认内容的可节度

作为主要检评内容
,

具体包括
:

儿 底图的精度
:

通过图面随机碎部选段
,

量测野外工作底图的比例尺和面积的数学精度
,

以 及 点
、

线
、

物
、

形的地理精度
。

允许精度误差 士 2 %
。

此项检查可在室内对照比例尺大于

被检查底图的标准地形图
_

L进行
。

2
.

图斑 内容的正误度
:

即按野外 5 一 10 %的抽样图斑 (土壤简单地区 5 %即可 )
,

运用

土壤图纯度的检验方法
,

确定所有被检图斑中土壤单元的正
一

误数 占总抽检图斑的百分比
。

在

野 外 检 卉 时
,

一般以均匀穿线选检图斑为宜
,

并以图斑中心点位为准
,

必要时
,

对大图斑

也可作多点对比 纯 度 检 查
。

对复 区图斑 既要进行纯度检验
,

也要作土壤单元组成分的数量

比例检查
。

根据困外经验规定
,

中 比 例 尺 土壤概图图斑 内容的正确率 > 8 0 % (交通方便区

或农区 ) 及 60 % (交通不方便 区或山丘区 ) 为合格
,

< 4。 % 则应补查
。

3
.

图斑边界的准确度
:

图 斑 内容的正误度加上图斑边界的准碗度
,

才能正确 评价图斑

的合格程度
。

图斑边界准确度
,

是指 土 壤 图 图斑边线的走向和形状与实地 上壤边界线变化

的离合程度
。

实践表明
,

无 论 用 何 种方法编绘的各种 比例尺的土壤图
。

都存在实际边界误

差
。

按规定
,

中 比 例 尺 土壤图在土壤边界变化明显地区的边界允许误差为 2 毫米
,

变化不

甚 明 显 J也卜
_

为 4 它米
,

变化很不明显地区为 8 毫米
。

通常检查的方法是结合图斑 内容 溉误

度的检衣一并进行
。 _

iR点在图斑的弯曲段和近似直线段处作加密点线检卉
。

如定界检查钻孔

的点位符合该图斑土壤分类
一

单元的边缘概念
,

其图斑边线又在允许误差范围之内即为 准 确
,

超出规定误差范围
,

则应补查修正
。

斗
.

图斑的细度
:

即按 中比例尺土壤调杳制图规定的最小限量图斑而积在 图 上反映的详

细程度
。

检卉的方法应在野外选定两个以上具一定范围的检查样 区
,

对照土壤图实地查核面

积大于 0
.

2 5平方厘米或 0
.

5平方厘米图斑的漏失情况
。

如漏失率 占检有样区总图斑数的 10 %
.

应爪点补 卉
〕

如.系编稿成图过程中
,

制图综合产生的差错
,

可在室 内对照野外工作草图复杳

纠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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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编制和研究土壤地球化学图的前景
_

L 壤地球化学图怂存储土壤地球化学信息的载体
,

又是传递上壤地球化学信息 的 通道
。

因为 :
}: 壤地球化学图

_

}二所表达的事物或现象的数量和质量特征是比较详尽的
,

便于对单一要

素或多种要素进行定量
、

定性分析和相关分析
,

反映和预测土壤中元素的含量及其发展变化

的方 l; J
。

卜可时
, _

仁壤地球化学图的制作
,

需要具备相当可 观的化学分析和测定数据
,

而这些

数据义为分伏建立我 国土壤数据库提供最基本 的数据资料
,

作为全国土壤信息数据库的组成

部分
。

士壤
,

地球化学数据库的建立
,

可以及时满足国家规划部门对土壤墓本性质的不同形
J

屹

组合数据的需要
,

从而把土壤地球化学研究成果的定性定量分析及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质

址提高到新水干
l 是这些特点决定了土壤地球化学制图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

并推动若它

迅速发展
。

可以预料
,

在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的土壤图编制任务完成后
,

随着工作重点的转

移
,

今后土壤制图将有 !句土壤地球化学制图方向发展的趋势
。

但 廷
,

从我国土壤地球化学图编制和应用的现状来看
,

土壤地球化学图在普及和提高两

个方而仍然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

就土城地球化学制图的理论和方法而 言
,

如何把土壤地球化学分类
,

分级与制图 目 的
、

比例尺和 制图区域打
J

点结合起来
,

在制图中又如何具体化
,

从而实现土壤地球化学制图规范

化 ; 如何改进和提高制图工艺和表示方法
; 如何应用先进的技术手段等都是今后研究的主要

课题
。

否则不仅会影响制图理论水平的提高
,

而且 还会影响土壤地球化学图的使用和推广
。

目前
,

我国土壤地球化学图只在农业
、

地学
、

找矿和环境科学等少数部门有所应用
,

_

且

应用范围较狭窄
,

涉及的图种也较单一
。

这不仅限制了土壤地球化学制图工作 自身的 发 展
,

而且也不能充分发挥其在指挥与管理方面的功能
。

这对生产部 门来说
,

无疑是一种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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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点位控制图斑的密度
:

即至少有 1 个 以上点位的图斑 占全图斑的密度
。

中比例尺土壤

图质量的检评不能 以调查区观测点平均代表面积数的密度为依据
。

因为中比例尺调查区域范

围大
,

土壤图的点位布局不可能均一
,

因此
, 1个点位不能代表一种土壤的实际控制面积

。

而

且由于比例尺精度和调查强度的限制
,

图斑边界线基本上是根据地面景观特征推 断 而 确 定

的
。

按加拿大的范围
,

中比例尺土壤图的点位控制图斑密度达 50 % ~ 70 %是适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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